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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传真

渝北出土重庆最大西汉木椁墓 墓主身份高贵(图)

作者： 何方  发布时间： 2008-12-12  文章出处：重庆日报

考古人员正在发掘重庆最大的西汉木椁墓。(渝北区文管所供图) 

    记者从重庆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获悉，本周渝北区在普查中发现了一片神秘的大型西汉墓葬群，发

掘出重庆最大的汉代木椁墓，墓内还存有罕见的玉璧残片，墓主身份有待进一步确认，很有可能为当时的地

方高官。 

    本月，渝北区洛碛镇的一个施工工地中意外发现了一处大型墓葬群。在工地西北部山坡上，显露出4座墓

葬，其中一座为竖穴式岩坑木椁墓，其他的则为砖室墓。木椁墓的椁室由巨大方形木材构筑，木质为香樟或

马桑。墓室呈长方形，南北方向长8.9米，东西方向宽6.7米。除此之外，椁室底板上还有近20厘米厚的用于

密封的青膏泥。 

    “墓室高度应约7至8米，而且下葬得如此深，是一处高规格的墓室，随葬品肯定非常丰富。但墓室曾在

早期被盗，估计与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引发的社会动荡有关。”渝北区文管所副所长刘春鸿介绍，即使如此，

该种形制和规格的西汉竖穴式岩坑木椁墓仍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 

    目前，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被盗墓贼“遗漏”的残片，包括玉器、铜器、陶器共42件，

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渝北区文管所提供的实物中，记者看到其中有几件玉璧的残片，上面有逗点纹的纹饰，少量细小的凸起，

古玉残片呈墨绿色；铜器主要为铜饰件，陶器则全部为泥质灰陶。 

考古专家称，这些玉璧在重庆地区十分罕见，最大一块残片长6、7厘米，推断出这块玉璧完好时直径应该约

有25厘米，中间尚有一小孔。这样的玉璧应该是汉代官员装饰品，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从墓葬的规格和出土文物看，可以认定该墓主人具有较高等级，但墓葬已遭严重破坏，因此墓主的身份有

待进一步确认。”刘春鸿说，根据出土古玉纹饰，初步推测墓葬年代为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确为迄今为止

重庆地区最大的汉代木椁墓。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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